
第 1页共 21页

古诗文考点复习知识清单

一、古诗文理解性背默

（一）《三峡》

1、分别写出《三峡》中描写春、夏、秋、最具有特色的句子春冬: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夏:

夏水囊陵,沿溯阻绝。秋:晴初霜旦,林寒涧肃。

2《三峡》中与李白《朝发白帝城》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是: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

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3《三峡》中扣“素、绿、清、影”句子是: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4描写泉水瀑布句是:悬泉瀑布,飞漱其间。

5文中用“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描绘了山形的挺拔险峻,用“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写尽

了深秋的凄婉幽美。

6描写三峡群山连绵不断的句子是: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7侧面烘托三峡山势险峻的句子是: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8描写夏季水势大,交通被断绝的句子是:夏水襄陵,沿溯阻绝

9总括三峡春冬之时景色的句子是: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10 写水流湍急的句子: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11 写春冬三峡水的特点的句子: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12 烘托三峡秋景凄凉的语句是: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13 引用渔歌反衬三峡深秋清幽寂静的句子是: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14 从色彩上对三峡景物进行描写的句子是: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15 有一句话把三峡春冬季节山水草木的秀丽景色概括无遗,这句话是:清荣峻茂.

16 渲染山间空旷,境界清幽寂寥的句子: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17“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与前文的“高猿长啸、属引凄异_”一句相照应。

18、用比较的方法表现夏水迅疾的语句: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二）《答谢中书书》

1.统领全文的语句是：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2.写山水相映之美的语句是：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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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写景物色彩配合之美的语句是：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

4.写晨昏景物变化之美的语句是：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5.找出文中的议论句：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yù）其奇者。

6.运用仰观俯察两种视角,写白云高山流水三重风物的对偶句是什么?答:“高峰入云,清流见

底”

7.讲究色彩搭配,表现一年之美,呈现出一派绚烂辉煌的气象景象的对偶句是什么?答:两岸石

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

8.将听觉、视觉结合,由静入动,表现一日之美,传达了生命气息的对偶句是什么?答:晓雾将歇,

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9.最能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语句是什么?答: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10.文中哪些语句写山,哪些语句写川。写山:高峰入云、两岸石壁、青林翠竹;写水:清澈见底,

沉鳞竞跃。

（三）《记承天寺夜游》

1.文中描写月光美景的语句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2.表达作者微妙复杂的感情语句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主旨句)

3.作者游承天寺的原因:月色入户,无与为乐。

4.《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一句,描绘了一

个空明澄,疏影摇曳,亦真亦幻的美妙境界。

5.《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与友共赏中庭月色,“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两句用

比喻手法写出了月光澄碧中竹影斑驳的幽静迷人夜景。

6.《记承天寺夜游》中“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包含着作者能尽

赏这清虚冷月仙境之快意,又隐隐有宦海沉浮的悲凉之感。

7.《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极写月光清凉明净

之美,描绘出冰清玉洁的空灵境界,也映照出作者光明磊落、胸无尘俗的襟怀。

8.文中最能表现作者自豪自慰又惆怅悲凉心境的句子是: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9.文中表现兴奋和喜悦的句子是: 欣然起行,它与“解衣欲睡”一句相照应,显得一起一伏,一

沉闷一活跃。

（四）《与朱元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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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括赞叹富春江景总领全文的句子是: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2.写江上放舟自由情态的句子是: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3.写富春江水清澈的: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文中从侧面表现江水清澈的句子是:游鱼细石,直

视无碍。

4.《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跟《与朱元思书》一文中的(游鱼细

石,直视无碍)有异曲同工之妙。

5.文中“急湍甚箭,猛浪若奔”一句是写水流势湍急,《三峡》一文中哪句话与它有异曲同工

之妙?(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也,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6.写景往往采用“化静为动”的手法,使静景呈现出一种动态之美(赋予静止的山以奋发向上

的无穷生命力的四句)本文中“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等句运用了化静为

动的手法。

7.从听觉写泉响、鸟鸣、蝉叫、猿啼两组对偶句: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8.文中表达作者人生志向的句子是: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9.《与朱元思书》中作者发表议论,流露出对鄙视名利,爱慕自然、归隐避世的情感诗句是:鸢

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

（五）《唐诗五首》

1、苏轼评价王维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使至塞上》中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中有画的特色,笔力苍劲,意境雄浑。

2.《野望》借用典故表达归隐愿望的句子是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3、《渡荆门送别》描写江上静态美景的句子: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4、《渡荆门送别》含蓄的表现诗人离开故乡后的思乡之情/对故乡无限留恋,依依不舍的句子: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5、李白《渡荆门送别》中“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两句直扣诗题,交代此行的目的。

6、李白《渡荆门送别》中“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两句用游动的视角来描写景物的变化。

7、《黄鹤楼》描写登楼所见明丽之景的句子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六）《课外古诗诵读》

《庭中有奇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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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庭中有奇树》中描写叶绿花盛的春日佳景的语句是: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2、《庭中有奇树》中抒写女子执花在手无法相赠的愁苦的语句是: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3、《庭中有奇树》中写出女主人公任花香盈袖,愁绪百结,但终无可奈何,心生感慨的句子是: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4、《庭中有奇树》中卒章显志,点明诗旨,升华情感的句子是: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龟虽寿》

1、人们常引用曹操《龟虽寿》中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来比喻人虽老了却仍有雄心壮志。

2、作者用比喻的方法,以神龟和腾蛇为喻,极言人的寿命有限,慨叹生命苦短的诗句是: 神龟

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3、运用比喻表明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句子是: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

终为土灰。

4、《龟虽寿》一诗中,表现诗人虽近暮年,仍然老当益壮,雄心不减的诗句是: 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5、《龟虽寿》中千古传诵表现人虽然老了但是仍然有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的句子是: 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6、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也不是完全听凭上天安排的句子是: 神龟虽寿，犹

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7、作者认为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其自然,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就能延年益寿的诗句是: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8、作者认为只要人的精神愉快,调养好身体,就能长寿的诗句: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

福，可得永年。

9、表现诗人虽然到了晚年,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的句子是: 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0、《龟虽寿》中表达作者有远大志向的人士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的诗句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赠从弟》

1、《赠从弟》中以山风的猛烈反衬松枝的刚劲的诗句是: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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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赠从弟》中用冰霜的严酷衬托松柏品行的诗句是:,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3、《赠从弟》中赞美松柏经严寒而不凋的品性,勉励从弟在恶劣环境中要正气凛然的诗句是: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梁甫行》

1、《梁甫行》中直陈所见所感,如实记录百姓流离失所的困境的诗句是: 剧哉边海民。寄身

于草墅。

2、《梁甫行》中通过狐狸、兔子的侧面描写,反衬出边海人们生活环境的荒蛮以及边海人们

的恐惧与凄楚是: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3、《梁甫行》中咏叹家园荒芜,狐兔出没,进一步抒发诗人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感慨的诗句是: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4、《梁甫行》中感慨百姓有家不能居,只能逃到荒山野岭与野兽为伍的诗句是: 妻子象禽兽。

行止依林阻。

二、文言文字词积累

第一课《三峡》

【通假字】略无阙．处 通“缺”,空隙、缺口。

【古今异义】

（1）或．王命急宣 古义：有时。今义：或者。

（2）虽．乘奔御风 古义：即使。今义：虽然。

（3）至于．．夏水襄陵 古义：是两个词，动词“至”和介词“于”。

今义：连用在一起，表示另提一事。

【一词多义】

（1）自 自峡三峡七百里中 介词，在

自非亭午夜分 连词，假如，如果

（2）绝 沿溯阻绝 动词，断绝

绝巘多生怪柏 形容词，极高的

哀转久绝 动词，消失

【词类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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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动词用作名词，飞奔的马

（2）回清．倒影 形容词用作名词，清波

（3）空谷．．传响 名词作状语，从空旷的山谷

【特殊句式】

省略句：

（1）清荣峻茂（分别省略了主语水、树、山、草）

（2）有时朝发白帝（“白帝”前省略了介词“于”，意思是“从白帝城”）

第二课《短文两篇》

【古今异义】

（1）四时．俱备 古义：季节 今义：某个时候

（2）晓雾将歇． 古义：消散 今义：停止、休息

（3）夕日欲颓． 古义：坠落 今义：衰败，萎靡

（4）盖．竹柏影也 古义：大概是 今义：器物上部有遮盖作用的东西

（5）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古义：清闲的人 今义：指与事无关的人，多含贬义

（6）念．无与为乐者 古义：考虑，想到 今义：想念

（7）月色入户． 古义：单扇的门 今义：主要指人家

【一词多义】

与 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动词，参与，文中指置身其中）

念无与为乐者（动词，和）

【词类活用】

（1）五色交辉．（名词做动词，辉映）

（2）夕日欲颓．（形容词做动词，坠落）

（3）相与步．于中庭（名词做动词，散步）

【特殊句式】

（1）判断句：盖竹柏影也（“……也”表判断） 省略句：解衣欲睡（省略主语“余”）

（2）倒装句：相与步于中庭（状语后置，应为“相与于中庭步”）

第三课《与朱元思书》

【通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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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蝉则千转．不穷 （通“啭”，鸟鸣,文中指蝉鸣）

（2）窥谷忘反． （通“返”，返回）

【古今异义】

（1）一百许．里 古义：附在整数词之后，表示约数。

（2）鸢飞戾．天者 古义：至，到达。 今义：罪过，乖张。

（3）经纶．．世务者 古义：筹划，治理。 今义：比喻规划、管理政治的才能。

【一词多义】

（1）绝

猿则百叫无绝（动词，穷尽、断绝）

天下独绝（形容词，绝妙）

（2）上

负势竞上（动词，向上生长）

横柯上蔽（名词做状语，在上面）

（3）直

直视无碍（形容词，一直）

争高直指（形容词，笔直）

（4）百

一百许里（数词，指十个十）

猿则百叫无绝（数词，极言其多。这里指不停地，相当于副词。）

（5）无

直视无碍（副词，没有）

猿则百叫无绝（副词，不）

【词类活用】

（1）负势竞上． 名词做动词，向上生长

（2）互相轩邈．． 形容词做动词，争着往高处和远处伸展

（3）任意东西．． 名词做动词，向东或向西

（4）风烟俱净． 形容词做动词，消净，散净

（5）横柯上．蔽 方位名词做状语,在上面

（6）猛浪若奔． 动词做名词，飞奔的马

（7）望峰息．心 动词使动用法，使……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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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句式】

省略句

（1）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省略主语“小船”）

（2）急湍甚箭 （省略介词“于”，应为“急湍甚于箭”）

倒装句 鸢飞戾天者（后置定语，应为“飞戾天之鸢者”）

三、内容要点

第一课 《三峡》

1、先写山，再写水 ：

（1）“峡“指”两山夹水“的地方，有山才有峡，所以文章先从山写起；

（2）先写山，既可以揭示水流迅速的原因，也能使急流和峻岭相互映衬，展现三峡的奇

绝。

2、按夏、春冬、秋的顺序写水：

三峡夏水最盛，最为凶险、迅疾，最有特点，所以先写夏水。

或：承水势的涨落而安排，夏天江水暴涨，春冬风平浪静，秋天水枯谷空。

第二课 《答谢中书书》

1、总写山川自然之美

2、具体描绘山川之美

（1）四时之美：

①山水相映：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②色彩缤纷：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

（2）朝夕之美：晨昏变化、动静相衬

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3、议论抒情：沉醉山水的愉悦，钦敬、追慕前贤，惋惜世人对秀美山水无动于衷，期与

谢公比肩之意。

第三课 《记承天寺夜游》

1、记叙：交待赏月散步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夜游的起因。

2、写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庭院月色，空明澄澈，清丽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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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抒情：面对月光、竹柏疏影抒发感慨，惋惜无人赏月。

第四课 《与朱元思书》

１、总写从富阳到桐庐间的山水之美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结构上统领全篇，在内容上表达对富春江两岸山奇水异的赞

叹之情。

２、具体写富春江水的特点“异水”——清澈湍急

（１）清澈“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静态

（2）湍急“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动态

3、具体描写两岸山的特点“奇山”——生机勃勃

（１）山势之奇：群峰寒树（视觉、远望） （２）山音之奇：泉鸟蝉猿（听觉、近观）

（３）山意之奇：触景生情（联想） （４）山林之奇：林密阴暗（以景结情）

视野从低到高，从点到面。“负势竞上”，视线由低往高移动：“互相轩邈”，视线向

远处发展，视线扩展到座座高山：“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再从局部扩展到整体。

第五课 《黄鹤楼》

1、首联扣题，神话起笔，吊古（仙人驾鹤经过）伤今（鹤去楼空）。

2、颔联承上，抚今（黄鹤不复返）追昔（白云千年飘），抒岁月易逝、怅惘之情。

3、颈联转写登楼所见明丽之景：历历树、萋萋草，境界阔大，色彩鲜明。

4、尾联抒情，描写夕阳西下、烟波浩渺之景，抒发思乡之情。

第六课《使至塞上》

1、记叙：

（1）首联交待出使任务及所到地点；（形单影只，孤寂心境）

（2）尾联途中得知军情，显示出对边疆战事的关心，呼应首联，暗示战争胜利，赞叹都

护。（自豪达观）

2、写景：

（1）颔联以蓬自比，以雁反衬（动态）；（激愤抑郁，飘零之感）

（2）颈联描绘宏大苍凉的边塞风光图（静态）。（意境雄浑、壮阔深邃）

3、既言事，又写景，更寓情于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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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钱塘湖春行》

1、首联点题，交代游踪，大处落笔勾勒景色：春水初涨，云脚低垂。

2、颔联具体描写早春景色：早莺争树，新燕筑巢。

3、颈联具体描写早春景色：乱花初放，浅草初生。

4、尾联呼应首联，再点游踪，直抒胸臆，赞美早春美景。

四、思想感情

第一课 《三峡》

文章描绘了三峡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抒发了对祖国壮丽山川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也表达了对三峡渔民生活的同情。

结尾引用当地的渔歌，用猿的鸣叫渲染三峡秋景的凄凉，“泪沾裳”把自然景物与人的

思想感情融为一体，侧面表现了三峡渔民船夫生活的悲惨。

第二课 《答谢中书书》

1、本文以清峻的笔触描绘了秀美的山川景色，表达了作者沉醉山水的愉悦和与古今知音

共赏美景的闲适自得之情。

2、主旨句：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答谢中书书》一文，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清高思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

时期，因为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政局极度动荡，因此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旨图从自然美

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而他们常在书信中描述山水，来表明自己之所好，并从而

作为对友人的问候和安慰，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是却以其

高超的艺术笔触，创作了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

3、尾句言外之意

（1）谢灵运能够欣赏这种奇丽的景色，表现出作者对谢灵运的钦慕；

（2）自谢灵运后，不再有人能欣赏，惋惜世人对秀美山水的无动于衷；

（3）为自己是继谢灵运之后，能够发现其中的乐趣而自许，也有期望与谢公比肩之意。

第三课 《记承天寺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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